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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磷酸一铵》化工行业标准制定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 

《水溶性磷酸一铵》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4 年 4 月下达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

2014-0036T-HG，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新型肥料分

会。  

二、目的及意义 

肥料是作物的粮食，我国自古就有“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之说。施

肥已被证明是促进作物生产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它在世界范围内对作物产量的增加与对

人类和动物健康的显著改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化肥

的大量投入提高作物产量，形成了特有的化肥高量投入和农田高强度利用的生产体系。

集约化农区氮、磷肥过量施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加重了环境和水体污染。因此，我国

农业，尤其是种植业，面临着资源紧缺和环境质量下降的双重挑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中度缺水的国家。据统计，我国目前缺水总量估计达 400 亿立方

米以上，每年受旱面积 200 万～260 万平方千米，影响粮食产量 150 亿～200 亿公斤，

影响工业产值 2000 多亿元，全国还有 7000 万人饮水困难。缺水对环境和人的身心健康

有着严重的影响，而对于耗水占比达 74.7%的农业来说，缺水对作物耕种的影响更是不

言而喻的。尽管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但大量的农田和农业灌溉水源被城

市和工业占用，耕地资源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水资源短缺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因此，合理高效施肥和节水施肥是摆在当今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紧要课题。而水

溶性肥料正是切合了这一课题在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肥料品种之一。水溶性肥料能被作

物的根系和叶面直接吸收利用，采用水肥同施，以水带肥，实现水肥一体化。它的有效

吸收率高出普通化肥一倍多，达到 80-90%，而且肥效快，可解决高产作物快速生产期的

营养需求，配合滴灌系统，需水量仅为普通化肥的 30%。同时，施肥作业人工用量少，

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今年年初，农业部重磅推出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在实现化肥使用零增长的具体措施中，农业部的指导意见十分明确，其中重点

提到：“到 2020 年，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 1.5 亿亩、增加 8000 万亩。”

由此可见，发展水溶性肥料符合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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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磷酸一铵既可以用作磷、氮二元水溶性肥料直接施用，又可广泛地用作配制 

各种水溶性肥料的原料。随着水溶性肥料的迅速发展，水溶性磷酸一铵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为了规范水溶性磷酸一铵的生产和市场，为生产、贸易提供生产控制和仲裁依据，

特申请立项制订《水溶性磷酸一铵》标准。 

三、工作简况 

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以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牵头的标准起草小组

制定了工作方案，开展了大量的资料、样品收集和实验验证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本

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四、技术内容 

1、范围 

规定了水溶性磷酸一铵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各种工艺生产的水溶性磷酸一铵。  

2、要求 

   考虑到不同客户由于施用对象和施用方法所确定的不同层次的品质需求，将产品分 

为Ⅰ、Ⅱ型。具体如下： 

表 1 水溶性磷酸一铵的要求 

项            目 
指            标 

Ⅰ型 Ⅱ型 

总养分（N+P2O5）的质量分数/%               ≥ 72.0 66.0 

总氮(N)的质量分数/%                       ≥ 11.5 10.0 

有效磷（P2O5）的质量分数/%                 ≥ 60.5 54.0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                 ≥ 99 99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                     ≤  0.3 0.5 

水分（H2O）的质量分数 a /%                  ≤ 0.5 1.5 

PH（1g/100mL）          4-5 4-5 

砷的质量分数/%                             ≤ 0.0050 

镉的质量分数/%                            ≤ 0.0010 

铅的质量分数/%a                            ≤ 0.0050 

铬的质量分数/%a                            ≤ 0.0050 

汞的质量分数/%                            ≤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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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总氮和有效磷 

实际含量与标明值之间允许有 1.0%的绝对负偏差，并且所有项目都应符合表中相应

类别的要求。若未标明类别则应按总养分对应的类别进行判定。 

（2）总养分和水不溶物 

Ⅰ型产品考虑更多的用于滴灌和喷施，其总养分含量达 72%以上，水不溶物基于不

堵滴灌和喷施装置，含量要求低于 0.3%；Ⅱ型产品考虑更多的用于冲施、速效肥或作磷

氮高端原料，总养分含量和水不溶物含量的要求较Ⅰ型产品低一些。 

（4）砷、铅、镉、、铬和汞生态指标及其化合物 

由于水溶性磷酸一铵作为一种高端肥料或高端肥料的原料，比较广泛地应用于高端

农业，所以在砷、镉、铅、铬、汞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上，规定了严于 GB/T 23349 《肥

料中砷、铅、镉、铬、汞含量的测定》的指标。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对重金属元素生态指

标要求偏低的一些用途，从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降低质量成本的角度，也提出了可由

生产厂家根据产品用途与客户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 GB/T 23349 《肥料中砷、铅、镉、

铬、汞含量的测定》中重金属元素生态指标的要求。 

3、 关于试验方法 

（1）有效磷和水溶性磷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0209.2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  第 2 部分：磷含量》的规定

进行。 

（2） 总氮（N）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0209.1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  第 1 部分：总氮含量》的规

定进行。 

（3）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按 NY/T1973《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的测定》的规定进行。其中试料加

水搅拌 3min 后，在室温下静置的时间为 15min±3min，实验室环境温度为 20℃±10℃。 

（4） pH 值的测定 

按 NY/T1973《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的测定》的规定进行。其中，在 4.4.2 

测定中“加入 250mL 去二氧化碳水”调整为“加入 100mL 去二氧化碳水”，使之与工业

用磷酸一铵 PH 测定的用水体积保持一致。 

（5） 砷、铅、镉、铬、汞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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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23349 《肥料中砷、铅、镉、铬、汞含量的测定》的规定进行。 

（6）水分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0209.3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  第 3 部分：水分》的规定进

行。 

4、检验规则 

将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项目有：外观、总养分含量、总氮

含量、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比、水不溶物、PH 值、水分。型式检验包括出厂检验项目

和砷、铅、镉、铬、汞生态指标。型式检验项目在下列情况时，应进行测定： 

——投产时、停产后重新开始生产时；  

——连续生产时，原料、工艺及设备发生变化； 

——连续生产时，应每6个月进行一次检验；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产品按批检验，以一天或两天的产量为一批，最大批量为 1000 t。 

产品质量指标的合格判定采用 GB/T 8170-2008 中“修约值比较法”。型式检验的

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生产企业出厂检验时，出厂检验项目全

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应重新自二倍量的包装袋中采取样品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结果中，即使有一项指标

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5、 标识 

应在包装容器正面标明产品类别（如Ⅰ型、Ⅱ型等）、总养分含量、总氮、有效五

氧化二磷含量、水不溶物含量，应以单一数值标明每袋净含量。其余执行 GB 18382。 

6、 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用外袋为塑料编织袋或复合编织袋、内衬聚乙烯薄膜袋组成的双层袋包装，，在符

合 GB 8569 中规定的条件下宜使用经济实用型包装。每袋净含量分别为:（1000±10）

kg、（50±0.5）kg、（40±0.4）kg、（25±0.2）kg、（10±0.1）kg，平均每袋净含

量不得低于 1000kg、50.0kg、40.0kg、25.0kg、10.0kg。当用户对每袋净含量有特殊要

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以双方合同规定为准。在标明的每袋净含量范围内的产

品中有添加物时，应与原物料混合均匀，不得以小包装形式放入包装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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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野蛮装卸，运输工具和装卸工具应干净、平整、

无突出的尖锐物，以免刺穿、刮破包装件。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潮、防晒、防破裂。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的场所，防晒、防潮。     

7、 标准的属性 

《水溶性磷酸一铵》主要是为了规范生产和市场，便于生产企业、贸易双方等在产

品生产和贸易往来中有统一的标准形成共识。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相关方可协商采纳，

但一经采纳，就等同为强制性标准。 

8、 采标情况 

该产品在国外无对应标准。国内标准采用情况主要有： 

磷、氮含量的测定和指标主要借鉴采用的是：GB 10205《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及

其引用的系列测定方法标准，HG/T 4133《工业磷酸二氢銨》等。 

砷、镉、铅、铬和汞含量的测定采用了 GB/T 23349 《肥料中砷、铅、镉、铬、汞

含量的测定》。  

水不溶物和 pH 值的测定借鉴采用了 NY/T1973《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 PH 的测定》,

指标主要借鉴采用了 HG/T 4133-2010《工业磷酸二氢铵》和 HG/T 4365-2012《水溶性肥

料》。 

 

 

 

                                                         标准起草小组 

                                                  二О一五年六月 


